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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市民”，而广州却限制“低素质”人员进入。河南10

名律师上书全国人大和国务院要求取消“暂住证”制度把户

籍制度的老问题推到了民众争议的焦点。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籍法》的规定， 凡是中国公民无论有没有身份证明都

应当享受中国公民待遇。传统的城乡二元户籍分类管理模式

已经远远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了。由于户籍制度的设计不合

理，使城乡居民由于出生便与生俱有的不平等法律地位。农

村人口长期的普遍受到城市人口的歧视和排挤。城乡差别待

遇也由此开始。 建国后，我们的《宪法》曾经有过允许公民

迁徙自由的规定。但是由于考虑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问

题，以后又做了修改限制人员的自由流动，实行城乡分类管

理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是我们国家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一

大特色。它的本意是为了避免人口大规模流动对城市经济发

展造成的压力和不便。当时国家经济发展的情况是商品发展

不丰富、就业岗位不足。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发展，大规

模的人口流动已是司空见惯，对城市也没有造成难以承受的

危机。实际上户籍的原始功能已经丧失殆尽。如果说今天的

情形下继续实行户籍制度来限制人们的流动，那么它限制的

不仅仅是人们的流动，而是人们的法律地位的平等。 户籍制

度关系每一个公民的切身权益，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利

益和长远利益。我国城乡人口分类管理制度的面临重要变革

。流动人口是我国社会的一种特有现象和特色。它是指在我



国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管制制度情况下，人员离开出生地或

经常居住地到异地时的一种户籍管理制度问题。并由此衍生

了户籍的迁移制度和农业户口向城市户口转变的一系列管理

制度。 在我国最大的流动人员是农民工和大中专毕业生以及

商业活动经营者。由于户籍分类制度的存在他们在异地经常

是被当地人视为异类，受到各种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公民权

益不能充分的保障。尤其是广大农民工。宪法和法律赋予的

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权利不能在流动人员身上得到体现

。每一个流动人员都有过由于户籍的不公正经历，这是他们

一生中难以磨灭的永远的痛。如果这样的户籍管制制度还存

在，那么这种现象将永远的延续下去，危害将是不言自喻的

。 围绕着打破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实现居民身份统一，人

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要的争论焦点是： 一、主张的理由

是取消户籍制度会造成大量的农民拥进大城市，造成城市就

业和公共设施服务和供应跟不上，治安混乱。咋看之下觉得

他们是说得很实际很有道理，其实仔细分析就知道这是非常

浅显的主观设想和推论。自然界生存有个永恒的法则优胜劣

汰，适者生存。如果说城市里没有生存空间和机会，或者说

是一个人到一个城市一段时间后无法生存，他能长期呆下去

吗？回答是肯定的。今天很多人年轻人都有到各个城市打工

漂流的经历。他们为什么没有在那里长期呆下去呢？有知识

有能力的人尚且如此。何况是农民？况且离家创业谋生计是

需要勇气和胆识的。敢肯定的是农民在城市一星期、最多一

个月没事干，肯定走人。还有全国的经济发展均衡的话，很

多城市都可以去，不会存在所有农民都集中在几个城市的。

而经济发展不均衡，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本身对农民或低收入



者是一种震慑。这些都是被这些年流动人口实践证明了的事

实。而取消名存实亡的户籍制度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这

些流动人口的合法权利和地位。 二、现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结

构存续时间太长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险方面没有统一，取消户

籍制度后社会保障制度面临挑战。这个理由更站不住脚的。

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很多。就现有的城市

劳动人口而言，有关部分不完全统计的数据显示至少有25%

的城市劳动人口中什么保险都没有的。这只能从我们国家的

社会保险制度设计和法律措施的去找原因了。这个问题不应

当和户籍制度挂钩。全体国民的统一户籍制度是社会经济发

展和政治法律的目标和要求。 三、大量的人口拥进城市将造

成城市教育资源紧张，流动人口中的家庭子女教育和成人继

续教育问题会是城市现有的教育设施无法保证。我们的教育

问题已经是存在众多的问题了。从教育的质量和教育考试制

度，已经像封建的科举制度一样危害无穷了。但这个问题不

能够和公民的户籍制度相联系，每个公民享有受教育权利是

公民的基本权利更是义务。如果说一个人在城市就不能生存

下去，他就呆不下去，这样就不会有教育问题。而一个城市

就能容纳多少人口不是人为政策限制所能决定的。市场经济

是有规律的，适者生存，当一个城市的所有岗位都没有剩余

时，多余的人还会留下来吗？ 四、取消户籍制度后，意味着

城市人口可以向农村迁移。但是农村的土地经营状况，使城

市一般人口到那里无法生存。城市的富人到那里会大肆侵占

土地进行工业建设，浪费土地资源。正像不可能所有的农民

都进城一样。取消户籍制度，意味着农民的这个概念的消失

，不再有农民这个劣势法律地位群体的存在。以前的农民不



再自卑，这样很多人而不再向往城市不流动。而城市人口由

于不了解农村农业生产经营状况不敢轻易到农村去。等到城

乡经济逐步发展一体化时，城乡的社会生产劳动都是劳动者

的就业岗位，不存在城市人口到农村无业可从的情况。这样

看来，坚持户籍制度保留是没有必要的了。 实现全民族的伟

大复兴和城乡居民的共同富裕，首要的要求是解决城乡二元

经济结构的法律地位不平等问题。户籍制度便是首要的一个

障碍，取消户籍制度是宪法确立的公民人权平等原则的体现

和根本要求。这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和关键，更是缩小城

乡收入差距的重要一环，我们拭目以待。《宪法》在公民权

利和义务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

面前一律平等。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

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户

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结果是，凡是中国公民有统一的居民身份

证明。每个公民不论出生于何时何地，法律地位平等。在经

济生产过程中人们的自然流动和经营活动中，流动人员不再

受到各种由于户籍身份表面特征而带来的不公正待遇和歧视

。全社会的法治文明普遍提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